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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胡文光

张

涛

微小说

节气风物

舅舅上次回国探亲，事先
我打电话问他最想吃什么，我
可以先准备着。

舅舅平均三四年回来一
次，我知道他爱吃老品种玉米、
巨峰葡萄、南果梨，爱吃猪肉炖
酸菜粉条。他虽然去国多年，
但仍有老一代东北人的胃口。
这些吃食我事先会准备好，不
用特意问他。我打电话是想知
道他会不会另有特别想吃的
东西。舅舅说：“给我买两串

冰糖葫芦就行，记
得以前街头有

卖的。”

我小时候街头确实有卖糖
葫芦的，摊贩手推车上红色的
山楂糖葫芦，在冬天的街头格
外显眼、诱人。糖葫芦、烤地
瓜、爆米花、糖炒栗子，从前街
头常见的这些小吃，总能勾起
我对童年的回忆。但我想对舅
舅说，我已经有几年没看见糖
葫芦车了——大概现在的家长
怕街头小吃不卫生，不愿给小
孩子买露天卖的糖葫芦。买的
人少了，自然就不会再有人沿
街叫卖。好在街头虽然少见，
但在超市里还是能买到的，我
对满足舅舅的心愿有信心。

我把舅舅的话转告我妈，
我妈笑说：“这有什么难的？自
己动手做，又好吃又干净。你
姥从前给我们做糖葫芦解馋，
估计你舅是想起小时候了。我
没做过，琢磨琢磨肯定能成功，
先熬冰糖，跟做拔丝地瓜、拔丝
苹果一个道理。你买山楂，我
负责做。”我妈心灵手巧，她说
能做，肯定没问题。她中风以
后手哆嗦，平时我不让她进厨
房，但她可以指挥我，实在不行
我再去超市买，保证舅舅回来
时能吃上。舅舅年纪越大越想
家乡的味道，让他吃上糖葫芦
是应该的。

我买了山楂和签子，跟我
妈一起动手清洗山楂、收拾山
楂 。 第 一 次 糖 熬 稀 了 ，挂 不
住；第二次成功了，我尝了一
串，酸酸甜甜，挺好吃。我把
做好的糖葫芦用干净的油纸
一一包好，放进冰柜冻上。我
妈说：“先保存一些，你舅来了
拿出来就吃。他要是觉得味
道对，我再给他做。每次你舅
回来我们见面都着急忙慌的，
留下时间我们姐弟俩好好说
话要紧。”

我舅回国一周以后就来了
我家，我们在家里请他吃饭。
我爸前一阵腿摔了，去外面不
方便。跟上一次相比，我舅头
发更白了，身体看上去还算硬
朗。他给我妈带了深海鱼油等

营养品，还给我爸买了一根拐
杖。热烈拥抱之后，我舅刚坐
下，我妈就吩咐我：“去把糖葫
芦拿来，让你舅饭前先解解馋、
开开胃！”

我舅拿起糖葫芦，看了又
看，闻了又闻。他把糖葫芦放
进嘴里时，嘴唇哆嗦着，看他那
样子，他说想吃糖葫芦绝对是
真心的。他咬下一颗山楂，腮
帮鼓起来，小心咀嚼，脸上洋溢
着小孩子吃到好东西的满足
感、幸福感。然而，很快，他的
脸色变了，他把嘴里的东西吐
到一张餐巾纸上，脸涨得通红：

“糟糕，假牙硌掉了！”
那顿饭大家都没吃好。后

来的日子里，我妈一直自责，不
应该着急让我舅吃糖葫芦。刚
从冰柜里拿出来的糖葫芦太
硬，如果放软一些，舅舅也许就
不会硌坏假牙。舅舅宝贵的时
间浪费在往返医院重新镶牙
上，跨洋越海回来一次，饭没吃
好，我妈很内疚。

今天早晨，我接到一件邮
政包裹。剪开一层层结实的包
装，竟然出现一串“糖葫芦”！
红彤彤的山楂果泛着光泽，圆
润、硬实。小心摩挲山楂果，仔
细辨识，我发现那一串红色的
果实应该是精美的玛瑙！正把
玩玛瑙糖葫芦时，手机铃响，是
表妹的电话。表妹说：“姐，你
收到包裹了？是我爸临终前嘱
咐我寄给你们做纪念的。上次
探亲回来，他特意让我在国内
定做了这串玛瑙糖葫芦，天天
把玩，爱不释手。”

舅舅半年前去世了，享年
80岁。

我做了一个支架，把这串
舅舅抚摸过的玛瑙糖葫芦摆放
在博古架上。每次目光停留在
这串红色玛瑙上，我总会想起
舅舅。舅舅年轻时在辽西阜新
短暂工作过，那里的玛瑙很有
名气。这串市面上不常见、造
型不寻常的玛瑙冰糖葫芦，一
定凝聚着他的思乡之情。

冰糖葫芦
女 真

在阳光下走过

我的影子短短的
如迈出的步子
我一遍遍提醒自己
慢一点再慢一点
时间还是有的
现在只是春天

现在是春天
我迈出的每一步
都踩在春天的暖上
很小心也很明亮
因为我正走在阳光下

我一遍遍提醒自己
慢一点走
可以品味天空的蓝
可以体会风的软
可以不会错过
那怦然心动的春天的暖

与诗相遇

草长莺飞
我的眼前
一切都新鲜得
轻轻摇晃

阳光很好
风景也很好
忽然想起几句唐诗
轻声吟出
便有温热的气息
一点点涌上来
洇湿我的目光

那是一千多年前的诗句啊
在这草长莺飞的日子
依然鲜亮
这样的相遇
让我感动
这样的相遇
让我的身体和思维
轻轻摇晃

默契

夜晚
天空一点不寂寞
那么多的星星
春花般开放

仿佛翻开一本书
一行 另起一行
都是星星的脸
如同刚刚被风洗过
晶亮晶亮

星星没有说话
捂着嘴巴
守着自己的小秘密

谁没有小秘密呢
我也有的
所以我望着星星
用默不作声
与星星击掌

春天 做一名星星的观众
是这个春夜
我最得意的选择
我们彼此最默契
我们彼此爱对方

春天的诗行
（组诗）

闫耀明

好歇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
在中国北方，饺子是第一美食。过年
了，包饺子；过节了，包饺子；来客了，
包饺子；出远门，包饺子。上车饺子
下车面啊。

不年不节不来客不出远门，嘴巴
馋了，也包饺子。

饺子是北方人舌尖上的图腾。
我们吃过的饺子，猪肉也好，鸡

肉也好，牛羊肉也好，其馅，离不开一
个肉字。而在海岛，在黄海北岸的一
些渔村、城市，饺子馅多用海鲜。其
中，尤以鲅鱼馅、海螺馅、虾爬子馅和
海蛎子馅的饺子，最勾人馋虫。

鲅鱼馅饺子

鲅鱼，长在深水老洋，体色银亮，
背生暗色条纹或黑蓝斑点，大头，大
嘴，利齿，体长而侧扁，如纺锤似的流
线型，一望而知定是击水健将。若在
山林，鲅鱼必是虎豹一类角色，在海
里，当然也如虎豹一样雄壮威武，时
而游弋于岸边浅水处，以虎豹的速
度追得小鱼惊恐逃窜，在水边，在礁
群，成群结队涌起，恍如旋飞的鸟
群，其时，鲅鱼骤然跃出水面，在半
空中划出一道很抒情的弧线，把猎物
收于口中。

流网、浮网之外，鲅鱼吃钩迅猛，
亦可以钓之。鲅鱼一般体长尺许，重
七八两至两斤多，大的少些，我见过
身长近四尺者，重达十余斤。而在大
连自然博物馆，一个鲅鱼标本，体长
近8尺，重达260多斤，高龄20多岁，
堪称鲅鱼之王。

鲅鱼越大味道越好，可以红烧，
可以家常炖，还是极好的饺子馅。

做鲅鱼馅饺子，讲究手艺，更考
验耐心。头步，先将鲅鱼里里外外清
洗干净，去头尾，横于案板，将刀顺脊
骨插入，将鱼身剖开，去刺，鱼皮朝
下，用刀子或者汤匙刮下鱼肉，注意，
只要鱼肉，筋络不能入馅。接着，将
花椒放入碗中，冲入开水，搅拌，然后
放置，等待水凉后，入馅，加上生抽、
料酒，按一个方向不停搅拌。其间，
要视鱼肉的浓稠适度加水，继续按同
一方向搅拌，让鱼馅吸水，再适度加
水，直搅得鱼馅湿湿黏黏，方可。加
盐、姜末，拌匀。其时，加入切得适宜
的韭菜，可稍稍搅拌，将鱼馅和韭菜
拌匀即可，倘若搅而复搅，容易把韭
菜搅烂，从而破坏韭菜的口感。

肉馅的饺子，煮的时候，水要三
开，鲅鱼比肉易熟，故，此馅饺不需多

煮，开锅少顷即可。
鲅鱼馅饺子什么味道？你尝一

回就知道了。

海螺馅饺子

海螺馅的饺子实在好吃，不写不
可。这就如同看戏，名角总是挑大
梁，登场，一抬腿，一开口，台下就是
一片的叫好声，也就只能一场接一场
地唱念做打了。

海螺就是海鲜界的名角。正因
为是名角，每一出戏就有每一出戏的
讲究，素吃，蒸煮就可以了，入馅，蒸
煮过的就不可以了，熟螺肉入了馅，
和菜，再煮一次，螺肉就老得像木头
了，所以，作为馅料，只能是生鲜的。
问题是，螺肉像高士一样隐身于五六
层的螺塔内，而且是螺旋状隐身，如
何才能请出真身？取了锤子或是斧
子，把海螺壳砸开。厚厚的螺壳，用
力小了，砸不开，用力大了，一锤子或
一斧子下去，螺壳是砸开了，可是，螺
肉也受到了株连，或是粘到了锤斧
上，或是和螺壳的碎片粘在一起，收
拾起来就有些麻烦。只有锤子或是
斧子的力度恰到好处，一锤子或是一
斧子落下，抬起时，螺壳破了、裂了，
还是完整的，破了裂了的只是碎纹，
类似茶叶蛋壳上的裂纹，壳片没有塌
陷，壳内的螺肉仍然完好无损，如此，
才是好手段。放下锤子或斧子，以手
将布满裂纹的螺壳掰开，就有了一团
完好无损的螺肉。

砸螺壳，是一个讲究手艺的活
计。这么说来，吃一顿海螺馅饺子，
还真是有点不容易。

海螺肉做饺馅，洗净，先去苦筋，
把螺内尖状的软头用刀切开，海螺黄
的颜色，灰黄，没有蟹黄那样鲜香，不
宜做馅料，所以，最好去除。然后，再
以刀把螺肉切成极小的块状，置于盆
中，加料酒、生抽、蚝油，再加少量水，
搅拌，视黏湿程度，复加水搅拌，直到
搅拌成黏稠状，此时，便可加入白菜
馅料搅拌均匀，最后加入食盐，馅料
即成。剩下的，就是包了，煮了。煮
时，水中放少许盐，以防饺子破皮。

如此如此，就可以等着大开胃
口了。

螺肉之外，还可根据口味加放少
量五花肉或是精肉，那样，螺鲜之外，
又多了肉香。

尝过鲅鱼馅饺子、海螺馅饺子，
下次我们再来说说海蛎子馅饺子、虾
爬子馅饺子。

鱼饺

雨水这个节气，就像它的名字一
样，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降水开始渐
渐增多，仿佛冬日里被冻住的风啊，
云啊，全都化作了雨。

东风刚刚解冻，风里还保留着冰
冻过的痕迹，最鲜明的表现便是温
度。当此时节，寒潮也多，一阵接着
一阵，频繁地出没于大地之上。同为
寒潮，春天的寒潮与冬天的寒潮又各
有不同。湿湿的、潮潮的，能透过肌
肤直接渗透到人的心里去。

众所周知，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
河流域，主要反映的是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气候特征。事实上，在纬度相对
较低的长江流域，同样的物候特征，
出现的时间往往要更早一些。雨水
亦不曾例外。

进入雨水节气，当我国北方大部
分地区春天的气息还十分幽微、轻易
间难以察觉的时候，在南方，酥雨池
塘，红尘软踏，虽然说不得春意盎然，
却已可以清晰地感知春天的来临，觅
得它的踪影。

“晓漏铜龙报早春，青阳景物动
芳辰。”如果说春江水暖鸭先知，那么
第一个知晓“春临大地”的则是草木。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
未匀。”嫩柳初黄，颜色未浓，只有走近
了细看才能发现。驿外断桥边、高墙
深院里、公园道路旁随处可见的梅花就
不同了，它在春天还未到来时就已经在
枝头盼着了，一朵，两朵，一枝，两枝，一
树，两树，继而开得满山、满城都是。

梅花用一场盛放把春天接至人
间，又把人们从家中赶到屋外。雨水
前后，出门打卡看花的人越来越多

了。天晴时，人们呼朋引伴地去看，
下雨时，则独自撑着伞去看。天气不
同，看花的心情也不同，但总体而言
是愉悦的，可说是各有各的闲适，各
有各的滋味。

相比于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早春
的春意无疑要淡上许多，它如一幅含蓄
的水墨画，“云色轻还重，风光淡又浓”。
但是，此时的春天自有它的可爱，否则古
人也不会为它写下那么多的诗歌了。

顽童的发问，大雁没有回答，雨
水却以行动热情地回应着。节气未
至，降水已至。雨水御风而至，落在山
头，落在屋顶，落在马路上，落在溪水
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时而淅淅
沥沥，时而滴滴答答，时而乒乒乓乓，
好似一支多重奏的鼓舞人心的战歌，
为作物生长、草木萌发积蓄着力量。

与行路人的惆怅不同，在乡间，
农人们正心中欢喜，一如辛弃疾词里
所言：“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
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

雨水落在土里，生机在土里迸
发；雨水落在枝头，生机在枝头迸发；
雨水落在水底，生机在水底迸发……
当此时节，走在乡间小路上，路宽不
宽不重要，花开没开也不重要，重要
的是春天已经来了，你也该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雨水，是一
个过渡的节气，也是一个含蓄的节
气。有了它，也就有了春天的明媚。

含蓄的雨水
潘玉毅

七九过后
白狼山溪便吹响了欢快的迎宾曲
暖意的热烈
最先来自溪边柳娇羞的绿
杜鹃花 梨花 杏花 桃花
渐次妩媚
漫山遍野
全是彩蝶绽放的笑眉
这一刻
一场盛大的旅程开启
欢呼 雀跃 尖叫
到处莺歌燕舞
到处欢声笑语

我从这里走进春天

我从这里走进春天
走向最熟悉的水
走向最熟悉的山
走向溪流每一朵欢快的浪花
走向林间每一声清脆的鸟啼
我从这里走进春天
沿着最熟悉的路
沿着最熟悉的蝶影
看枝头每一朵花开的暖
看花底每一片叶绿的馨
我从这里走进春天
这河叫大凌河
这山叫白狼山
我从这里走进春天
走进辽西的杏花春雨

沿着白狼山溪

用我的微笑为小城缝制件新衣
用我的目光挽起小城的手臂
从大凌河畔走向白狼山溪
从鱼翔浅底走进花香鸟语
走进流淌的芳菲
我生锈的眼睛
依然认得山兔的脚印
依然能说出大块裸石的名字
还有棵棵云树的家宗
走进山坳 走上坡脊

看鱼儿嬉戏 读云卷云舒
看鸟雀枝上谈天
看野菇荆条丛里眨动笑眉
一路找寻 一路捡拾
童真 童趣 童年的点点滴滴

白狼山之恋
（外二首）

刘 党

一
清早，几只小鸟在窗外说什么
我一句也听不懂
抬头看去
窗台的盆花开了
哦，它懂啦

二
最早知道
湖水有些暖了
柳枝就弯下她柔软的腰
试试水温

三
春风拉开了长弓
一支响箭离弦
穿越山岗河流
季节顿时洞穿两半
大雁飞来

四
春风披件绣花斗篷
雨水一淋
就草绿花红
翻看斗篷反面的线头针脚
刮过一阵远去的冬风

春日短吟
朱 赤

好
雨
知
时
节
，当
春
乃
发
生
。
随
风
潜
入
夜
，润
物
细
无
声
。

插画 董昌秋


